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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后，我国许多高等农业院校在植物保护学院增设了制药工程本科专业，主要培养农药等化
工产品研发、生产、使用及经营管理方面的技术人才。
按照培养规划，该专业开设农药学、农药合成、农药制剂加工、农药分析与残留分析、农药生物测定
及田间试验、农药毒理学及农药管理与营销等专业课程。
基于这一背景，中国农业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组织编写《农药学》等农药学科本科生使用的系列教材
。
　　《农药学》在农药学科系列教材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是为后续课程如农药合成、农药制剂加
工等课程的学习作知识铺垫的一本基础性教材。
基于这样的定位，本教材不但在内容上需要高度概括，而且应力求不与其他农药学科教材重复。
《农药学》围绕某一类农药(而不是某一个品种)本身的理化特点及生物活性特点展开论述，尽量少涉
及或不涉及剂型加工、使用方法、残留及环境安全、有害生物抗药性、作用机理、生物测定及田间药
效等内容，这也是《农药学》和现有相似教材《植物化学保护学》、《农药概论》在内容上的根本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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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农药的基本概念及农药学的研究范畴　第一节　农药的基本概念　　一、农药的含义与
分类　　二、毒力与药效　　三、毒性与药害　　四、农药剂型及施用方法　　五、残留与残毒　　
六、有害生物抗药性　第二节　农药发展简史　　一、无机及天然产物农药阶段　　二、近代有机合
成农药阶段　　三、现代有机合成农药阶段　第三节　农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人类社会仍
然需要农药　　二、使用农药是综合防治中的重要措施　第四节　农药学的研究范畴　　一、农药合
成　　二、剂型加工及施用技术　　三、农药分析与残留分析　　四、生物活性评价　　五、农药毒
理　　六、农药环境毒理　　七、农药应用技术　思考题　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杀虫剂第三章　杀
螨剂第四章　杀菌剂第五章　杀线虫剂第六章　除草剂第七章　杀软体动物剂第八章　杀鼠剂第九章
　植物生长调节剂第十章　新农药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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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结构特点酰苯胺杀菌剂的分子结构特征是含有一个酰苯胺基的骨架。
根据化学结构的差异将该类杀菌剂分为氨基丙酸甲酯类、唑烷酮类和丁内酯类三类。
其中苯霜灵、呋霜灵、甲霜灵和精甲霜灵几个品种为氨基丙酸甲酯类；恶霜灵为嗯唑烷基类；甲呋酰
胺为丁内酯类。
3.作用方式与毒理上述三类酰苯胺杀菌剂均具有相近的作用方式和生物活性。
其作用机制为抑制rRNA聚合酶的活性，从而抑制了RNA的生物合成。
其表现出菌体细胞壁加厚，影响病原菌侵入后菌丝在寄主植物体内的发育，而对孢子囊的萌发没有影
响。
4.生物活性和应用酰苯胺杀菌剂为广谱内吸性杀菌剂。
安全，高效，持效期长。
具有优良的保护、治疗、铲除活性。
对卵菌中的腐霉属、疫霉属和许多霜霉病菌有特效，而对大多数真菌无效。
大多数品种向顶传导能力强，甲呋酰胺具有双向传导的活性。
在病原物侵染以后施用，仍能显示出优良的治疗作用。
广泛用于土壤或种子处理，防治由腐霉属和疫霉属病菌引起的种子腐烂和猝倒病。
对人、畜低毒。
目前部分病原菌已对该类药剂产生了明显的抗药性。
因此，建议将该类药剂和广谱保护性杀菌剂如代森锰锌、百菌清和铜盐等复配或混合使用。
五、三唑类1.概述三唑类杀菌剂是继苯并咪唑类之后，迄今为止发展最快、品种最多的一类杀菌剂。
其大多数品种的化学活性基团为1，2，4一三唑，也是麦角甾醇合成抑制剂中最重要的一类化合物。
具有高效、广谱、持效期长等特点。
该类杀菌剂的研发应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拜耳公司和比利时詹森公司首先报道了1一取代唑类衍
生物的杀菌活性。
70年代初，唑类化合物的高效杀菌活性逐渐引起国际农药界的高度重视。
1974年，拜耳公司成功地开发出三唑酮，并商品化，标志着三唑类杀菌剂时代的到来。
随后，很多公司投入巨资在三唑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和研究开发，三唑醇、双苯三唑醇、烯唑醇、
戊唑醇和环唑醇等一系列产品逐步走向市场，显示出三唑类杀菌剂的巨大潜力。
早期的三唑类杀菌剂三唑环上的支链以脂肪链为主，脂肪链上的羟基或羰基部分变成环氧基团，主要
防治对象以白粉病、锈病和黑星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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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药学》是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药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